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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合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西安市质量认证认可服务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合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陕西中测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涛、孟建皓、屈玲玲、张易中、杨萌、康恩兴、田萍、陶学力。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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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监测结果数字化处理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结果数字化处理器（以下简称处理器）的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结果数字化处理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706   环境污染源类别代码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212-2017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24      大气污染物名称代码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字化处理器  data processor 

将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监测设备中的原始数据实时传输至移动智能终端并进

行编码解析的数字化工具。 

 

编码解析  code  resolution 

从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监测设备中获取原始数据，进行编码，生成数字化结

果的过程。 

4 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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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由名称代码、版本号、类别、因子、连接方式构成，类别分类执行GB/T 16706，因子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依据HJ524 附录A表A.1 大气污染物及相关指标名称代码简表(二氧化硫 a21026，氮氧

化物 a21002)转码为0001。 

产品型号命名规则见图1。二氧化硫 a21026，氮氧化物 a21002 

BHJX- -□□-0001 -□ 

                                       

                                        连接方式：Y有线，W无线 

                                        因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类别：11 固定污染源 

                                        版本号：1、2、··· 

名称代码：标准环境现场端监测结果数字化处理器 

图1 处理器型号命名规则 

示例：BHJX- 1-11-0001-Y 表示第 1版有线连接的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标准环境现场端监测结果数字化

处理器。 

5 基本要求 

处理器应按照批准程序、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所有配件均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要求。 

处理器串行通讯接口应采用异步传输标准接口（RS-232）、标准透明传输的模块。 

处理器应包含充电接口和放电接口。 

处理器可实现监测数据实时传输。 

处理器（RS-232）数据线、传输模块和外接电源充放电线的连接方式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 

6 要求 

工作条件 

处理器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6.1.1 环境温度：-20℃～60℃； 

6.1.2 相对湿度：≤95%； 

6.1.3 工作电源：AC 2A ， 5V±1V。 

外观 

6.2.1 处理器壳体应坚固，应采用 ABS 等防腐材料制造。壳体应密封，防水、防灰尘、防腐蚀性气体

进入壳体腐蚀控制电路。 

6.2.2 处理器表面涂镀层应均匀、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凹凸、龟裂和磨损。 

6.2.3 处理器结构应牢固，零部件安装应牢固可靠。 

6.2.4 处理器开关机按钮应按键灵活，无卡壳现象。 

6.2.5 处理器应具有电量指示灯、传输指示灯。 

性能 

6.3.1 关机延时 

防止因误操作导致非正常关机造成数据丢失,处理器应能够延时10s±1s关机，延时时间的极差≤2；

关机后，所有指示灯熄灭。 

6.3.2 读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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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连接的RS232接口波特率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现场监测设备要求的1200bps～15200bps。无线连

接的蓝牙SPP协议传输速率≥60KB/s，BLE协议传输速率≥30KB/s，物联网协议传输速率1200bps～

37500bps。 

6.3.3 数据接收、解析、传输准确性 

处理器应能准确接收、解析固定污染源现场监测设备输出数据，数据传输保持信息一致。 

6.3.4 数据加密 

处理器应具备数据加密保护措施，传输数据采用MD5信息摘要算法进行加密、解密；未加密数据处

理器不识别。 

6.3.5 数据结果完整性 

处理器编码解析结果表示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a) 二氧化硫应符合 HJ 57、HJ 629 、HJ 1131或 HJ630 的要求； 

b) 氮氧化物应符合 HJ 693、HJ 692、HJ 1132或 HJ630 的要求。 

6.3.6 适配性 

处理器应适用各类型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监测仪器，现场监测仪器升级或有

新产品时，应有措施满足变化要求。 

6.3.7 连续工作时间 

处理器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36h，所有功能和性能应满足本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6.3.8 电磁兼容 

6.3.8.1 静电放电抗扰度 

处理器的静电放电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2-2018中的规定，抗扰度为15kV。 

6.3.8.2 射频电磁场抗扰度 

处理器的射频电磁场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3-2016 中的规定，抗扰度为30V/M。 

6.3.8.3 浪涌（冲击）抗扰度 

处理器的浪涌（冲击）抗扰度应符合GB/T 17626.5-2008 中的规定，抗扰度为2kV。 

7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7.1.1 环境温度：0℃～20℃； 

7.1.2 相对湿度： 0～50%； 

7.1.3 电源：AC  2A ， 5V±0.5V。  

7.1.4 模拟现场监测工作条件，应符合 GB/T16157、HJ/T 397、HJ/T 373相关要求。 

外观 

检查处理器壳体并开机观察，用目测法检查处理器外观、结构。 

性能 

7.3.1 关机延时 

模拟处理器正常稳定状态，重复开关机3次，用计时器记录第i次延时关机时间ti。试验结束后，计

算延时时间的极差t，按式（1）计。 

t=tmax-tmin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1%98%E8%A6%81%E7%AE%97%E6%B3%95/120112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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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延时时间的极差 s； 

      tmax------最大延时关机时间 s； 

      tmin------最小延时关机时间 s。 

7.3.2 读取速率 

模拟处理器正常稳定状态，分别用数据线连接至通用计算机USB端口，用通用计算机“蓝牙设置”

连接处理器蓝牙；用DPUtility工具默认设置依次打开通用计算机“本地端口”和处理器“蓝牙端口”，

单击“测试读取速率”按钮，DPUtility工具运行1分钟后读取“读取速率”。 

读取速率分两种，RS232协议和物联网协议采用波特率（bps），蓝牙的SPP协议和BLE协议采用 m/s；

结果表示均用整数。 

7.3.3 数据接收、解析、传输准确性 

模拟处理器正常稳定状态，传输3组数据，每组数据量不小于2KB。 

按HJ 212-2017中附录A给出的算法，每组数据传输前按数据内容生成CRC校验码，数据传输完成后

按接收的内容生成新的CRC校验码，比较前后两次的CRC校验码。 

7.3.4 数据加密 

模拟处理器正常稳定状态，传输1组不小于2KB数据，按内容生成MD5码；加密后的数据经处理器完

成传输后，验证MD5算法机制；验证通过，处理器正常解密。 

7.3.5 数据结果完整性 

模拟处理器正常稳定状态，传输1组从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监测仪器获取的数

据，检查处理器传输的结果满足本文件中 6.3.5 的要求。 

7.3.6 适配性 

随机选取两种以上不同型号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现场监测仪器，每个型号的现场

监测仪器传输1组监测数据，生成文件并打印，打印结果与仪器测量报表进行比较，要求必须一致。 

7.3.7 连续工作时间 

处理器开机，每间隔1h传输同1组不小于2KB数据，传输次数不少于37组数据，检查处理器一直处于

正常状态，接收的数据应保持一致。 

7.3.8 电磁兼容 

7.3.8.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处理器的静电放电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2-201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5.1条

的要求。 

7.3.8.2 射频电磁场抗扰度 

处理器的射频电磁场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3-201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5.2

条的0要求。 

7.3.8.3 浪涌（冲击）抗扰度 

处理器浪涌（冲击）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5-20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5.3条

的要求。 

环境适应性 

7.4.1 高低温试验 

处理器采用内置电源。在开机状态，将处理器置于-20℃的低温箱中保持2h；低温试验后，处理器

应在常温状态静置10h以上，检查处理器工作状态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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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机状态下将处理器置于60℃高温箱中保持2h，在1h和试验结束时分别检查处理器工作状态应

正常。 

7.4.2 电源试验 

处理器分别施加4V、6V的外部交流电源，检查处理器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 检验规则 

 组批 

工艺条件、元器件、组件相同，以一个生产批次的元器件采购量为一批。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应由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8.2.2 出厂检验采取全数检验。 

8.2.3 出厂检验项目：外观、关机延时、读取速率、数据接受解析传输准确性、数据加密、数据结果

完整性、适配性、连续工作时间。 

型式检验 

8.3.1 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3 个样品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7 章规定

的所有项目。 

8.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产品投产鉴定时； 

b) 产品设计、工艺、元器件、组件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合同规定或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8.4.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 7.2、7.3.1~7.3.7 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合格；若有不合格品可返工处

理，故障排除后重新检验。 

8.4.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为合格；检验结果中若有不符合项，允许从同批次产品中

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判定该批次为合格品，复检结果中仍有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9.1.1 产品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注册商标； 

b) 处理器型号； 

c) 基本参数； 

d)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e) 出厂日期； 

f) 出厂编号。 

9.1.2 包装标志内容应符合 GB/T 191 相关规定。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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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产品包装应使用 ABS材料或类似材料。包装盒内宜放置 EPE珍珠棉等防震保护材料。 

9.2.2 包装盒内应有下列随机文件： 

a) 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用户工作时携带的便携式腰包及必要的备件，并附清单。 

运输 

9.3.1 处理器运输应轻拿轻放，严禁扔摔、撞击、挤压，不得与化学品、酸碱等有腐蚀性的物品混装

混运。 

9.3.2 处理器可以采用邮递或者送货等方式，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运输中避免日晒、雨淋。 

贮存 

9.4.1 处理器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库房内，周围环境应不含腐蚀性气体，不得与有毒、有害、

有腐蚀性的物品同时贮存。 

9.4.2 储存超过半年的处理器，出库时应通电检查，各项功能完好。 

 

 


